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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新冠時代大變革與大趨勢／ 
探索新冠病毒危機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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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新冠病毒大流行，台灣疫情 雖然趨緩，全球病例繼續升

高。未來疫情終會消失，但許多暫時性措施卻可能成為永久，大家

過去所熟知的世界也可能回不去了，究竟我們要怎樣看這個世界 

本報特邀名家分別從歷史趨勢、世界秩序、經濟重整、科技前

瞻、道德選擇、能源環保、貧富階級、教育藍海、生活方式等不同

面向，全方位探索後新冠時代的大變革與大趨勢。 

無論用哪一種歷史尺度來衡量，這場百年不遇的新冠病毒大流

行帶來的社會衝擊與經濟損害都是空前的。雖然疫情的發展態勢還

有諸多的不確定，很多專家已經迫不及待的對「後新冠病毒世界」

（The Post Covid-19 World）提出各種預測。不少觀察家認為這是歷

史分水嶺事件，會改變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 

 

病毒揭露美國缺陷 

綜觀歷史，人類的發展軌道因為一場大流行病而徹底改變的例

子並不多。大瘟疫往往是加速或推遲了原來的歷史趨勢，而不是重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6%AB%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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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塑造世界秩序。爆發於一九一八年一月與一九二○年十二月之間的

「西班牙大流感」，曾經在全球奪走了五千萬條性命（而當時世界人

口約為十八億）。那場空前慘烈大流感並沒有對人類歷史發展軌道帶

來永久性影響，一戰後列強對勢力範圍的爭奪沒有因此而減緩，凡

爾賽和約埋下的更大衝突隱患有增無減。 

大瘟疫也很少給現有的社會結構帶來根本改變，更可能是凸顯

現存社會結構的本質與特徵，暴露長期累積的結構失衡與體制缺

陷。正如美國「大西洋月刊」主筆所說的：「病毒並沒有打碎美國，

而是揭露一個早已破碎的國家」；「腐敗的精英階層，僵化的官僚體

制，冷酷無情的經濟，四分五裂且心煩意亂的公眾，這些問題存在

已久」。 

 

自由民主走下神壇 

從比較大的歷史跨度來看，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秩序進入劇烈

重組階段，過去認為牢不可破的結構開始全面鬆動，過去認為無可

逆轉的歷史潮流出現明顯反轉，所謂百年不遇的大變局之輪廓日益

清晰，有四重歷史趨勢同步出現轉折：第一，在冷戰結束後到達頂

峰的單極國際體系開始式微，美國霸權的權力基礎全面動搖、國際

領導威信不斷衰落；第二，曾經被譽為人類文明演進終點的自由民

主體制走下神壇，西方政治體制治理失靈日益嚴峻，歷史回歸政治

文明多元並舉的常態；第三，新自由主義思潮指導下的「超級全球

化」面臨強大社會反撲，全球化面臨裂解危機以及必須另闢蹊徑的

壓力；更能滿足包容性增長的需求，並以南南合作為增長動力的新

型全球化模式蓄勢待發；第四，西方中心世界秩序開始式微，以中

國為首的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世界經濟重心快速移向亞洲，新興

經濟體開始全面參與國際規則與標準制定。上述四重歷史新趨勢的

前進方向，不但未因病毒大流行而改變，反而會因這場大疫而加快

步伐。 

過去三年川普破壞國際多邊體制的獨夫行徑已經讓各國傷透腦

筋，這次美國在全球抗疫行動中的消極作用，更讓世界看清楚美國

已經失去國際領導者的資格。這次西方發達國家成為全球疫情爆發

的重災區，顛覆世人對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認知，西方政治體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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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與吸引力必然更為削弱。新冠病毒危機也讓過去三十多年盛

行的新自由主義之遺害暴露無遺，最明顯的是：金融危機不斷，貧

富日益懸殊，國家能力全面下降，公衛領域投資不足，社會保障體

系萎縮，多數基層勞動者處在貧困邊緣，缺乏工作與收入保障，無

法承受經濟震盪風險。 

 

全球多邊體制洗牌 

眼下這場疫情會助長下列四股裂解全球化的力量：一是經濟民

族主義抬頭；二是中美戰略對抗加劇，經濟剝離風險上升；三是全

球事務群龍無首，多邊協調與合作日益困難；四是全球增長動力熄

火，債務危機加深，歐美經濟滑向日本式零利率停滯陷阱。 

但也不必相信這場疫情將是壓倒全球化駱駝最後一根稻草這種

誇張言論，全球化還是有客觀的支持力量：第一、對絕大多數國家

而言，退出全球化與區域整合這個選項完全不現實；第二、在與中

國徹底經濟剝離這個議題上，美國社會精英並未形成牢固的共識；

第三，全球多邊體制的韌性經得起美國缺席或抵制的考驗，絕大多

數國家都有支撐全球多邊體制的強烈意願，中國與新興經濟體也願

意承擔更多責任；第四、全球化已經累積龐大的利益攸關者，廣大

的開發中國家仍高度期待全球化紅利，雖然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

球化模式面臨困境，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正在為全球化發

掘新動力與開闢新路徑。全球化的遊戲規則必然需要調整，必須能

帶動包容性增長，並有利於社會永續發展，而不能獨惠跨國企業、

金融資本與科技巨獸。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合聘教授、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